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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源具有高显色性'高发光效率'寿命长'节能环保等优秀的性能!目前很多服装店已经采用

1W!

进行照明(但服装店在选择照明方式上出现很多问题!比如灯光不能再现服装的真实原貌!消费者的

氛围感知不强!消费者购买欲望差(以可调
1W!

光源为基础!针对服装店室内照明场合!分别采用普通照

明方式'重点照明方式'局部照明方式和混合照明方式!设计了四种不同物理参量的光环境!借助心理物理

实验的语意差别量表法!使用了
9Q

组词对组成了主观评价问卷调查表!采用
,,

名观察者模拟消费者#

++

名

男性和
++

名女性$!对相应的四种照明环境的五种颜色服装#黑色'蓝色的男装以及白色'红色和黄色的女

装$进行喜好度'吸引度'舒适度和色彩真实度的主观评价(运用差异系数检验了主观评价数据的稳定性与

准确性!确定了数据真实有效(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!评估了相应的照明方式效果!得到了评价服装店照明

环境氛围的基本维度为活泼性#

='C&)&BB

$'舒适度#

A<T')&BB

$和商业性#

A<??&DA'*=

$!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方

法进一步判断得到活泼性为服装店最重要的基本维度(另外!分析了在四种
1W!

照明光环境下!服装颜色

对观察者颜色感知的影响(研究结果表明%在服装店中!普通照明方式由于与传统光源的照明效果相似!消

费者的各项评价指标普遍较低!因此普通照明方式不应在服装店中单独使用&对于黑色'蓝色的男装和红色

的女装!混合照明方式比其他照明方式更适合!产生的照明效果更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&对于黄色的女装!

采用局部照明方式的效果更受消费者喜爱!但是消费者对照明环境采用局部照明方式下的蓝色男装的评价

指标很低!所以对于服装店的蓝色服装应该避开使用局部照明方式&对于白色的女装!利用重点照明方式!

更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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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
1W!

光源技术的逐渐成熟!服装店的照明正在由

传统照明向
1W!

照明转变(根据调查显示!照明环境会影响

人类的情绪'行为'认知及偏好等(因此!对于服装店!它的

照明氛围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热情(翟其彦研究了照

明光源亮度和色温对颜色质量存在影响!进行了美术馆照明

亮度和色温的实验*

+

+

(

V<

2

&=B

认为情感和气氛是人们对于周

围环境的一种体验*

,

+

(同时其研究表明!气氛的定义至少需

要二个维度%舒适和活泼!但是他在定义这些维度的时候使

用的是荧光灯和卤素灯(随着
1W!

照明的广泛使用!传统光

源逐渐被取代!现今大多数服装店也开始采用
1W!

进行照

明*

9

+

&

64*)

2

等研究了牛仔裤的最佳照明!得到了牛仔裤的

最佳色温为
IIHHl

!在该色温下观察者表现出最大的颜色

识别能力和最高的颜色偏爱等级*

J

+

(但服装只选择了牛仔

裤!未对其他类型服装进行研究(

针对上述问题!本文通过模拟服装店的光环境!邀请了

,,

名在校大学生#

++

男
++

女$充当消费者进行心理物理学实

验!获得了
,,

名观察者在模拟服装店的照明氛围中的心理

感知数据(通过这些数据!研究了对于
1W!

光环境及服装色

彩对消费者的行为影响分析(需要说明的是!受疫情的影

响!本次实验只邀请了在校大学生充当消费者!在后续的实

验中将扩大人群种类!分别对性别'年龄'职业等不同产生

的消费者行为影响展开进一步的研究(



+

"

实验部分

""

在研究人对光环境的感知时!最重要的方法是心理物理

学实验(在实验开始之前!先给每一个模拟消费者的观察者

发放问卷!调查其对店铺灯光环境'服装颜色'服装价格!

服装面料的关注度!从调研结果图
+

可以看出!消费者对于

店铺灯光环境最为关注!达到了
J\]

!其次是面料和颜色(

可见服装的颜色不仅与本身的颜色相关!还与照明光环境密

切相关*

I

+

(

图
B

"

观察者对服装店的关注情况

5$

'

CB

"

A:1+&Q+&

"

1,%%+#%$"#%"76"%*$#

'

1%"&+1

""

本文采用心理物理实验方法中的语意差别量表法*

Q(G

+

!

在四种不同照明方式营造的四种照明环境下让观察者对黑色

和蓝色的男装以及白色'红色和黄色的女装进行喜好度'吸

引度'舒适度和色彩真实度的心理感知评价(本次实验使用

了
9Q

组词对组成了主观评价问卷调查表!同时对四种照明

环境的氛围也进行了评分!共计
9Q

组评价结果(

在实验中通过四种不同的照明方式营造的四种照明环境

分别为%第一种由
1W!

筒灯组成的普通照明环境!第二种由

1W!

射灯营造的重点照明环境!第三种由
1W!7I

支架组成

的局部照明环境!第四种由前面三种灯具组成的混合照明环

境(四种环境的光源基本参数如表
+

所示(四种光环境的相

对光谱能量分布如图
,

所示(

表
B

"

实验所用光源的基本参数

F,:6+B

"

2,1$7

.

,&,8+%+&1"(%*+6$

'

*%1"0&7+

01+3$#%*++G

.

+&$8+#%

照明

环境
照明方式

色温

,

l

照度

,

=U

色度坐标

+

*

L*

&

普通照明
QQQ9 QI9 H[9+HI H[9,JO \I[I

'

重点照明
9+IH ,99+ H[JIJI H[9OQO \Q[O

(

局部照明
,\\Q GO, H[JJH\ H[JHOO O,[Q

)

混合照明
9\J+ +OH9 H[9\GH H[9GOH \Q[Q

,

"

结果与讨论

?CB

"

观察者主观评价稳定性分析

本次实验一共邀请了
,,

位观察者!每位观察者分别在

四种照明环境下!评价黑色和蓝色的男装以及白色'红色和

黄色的女装的四种心理感知#喜好度'舒适度'吸引度'色彩

真实度$!以及四种照明环境下的
9Q

个量词的氛围感知(

在心理物理实验中!数据是通过人的感受得到的!可能

存在不稳定性!需要分析观察者之间数据的稳定性(本文采

用差异系数#

A<&>>'A'&)@<>C*D'*@'<)

!

;V

$来比较观察者之间

的数据稳定性*

\

+

(经计算后核实!见图
9

中
;V

数据均在心

理物理实验
;V

的正常范围内!平均值为
,G[HJ]

!最大数

据为
9O[,H]

!因此
,,

位观察者的视觉数据是可靠的!均可

作为实验的有效数据*

O

+

(

图
?

"

照明环境的光谱分布

5$

'

C?

"

-

.

+7%&,63$1%&$:0%$"#"(%*+

6$

'

*%$#

'

+#Q$&"#8+#%

图
H

"

观察者的稳定性
DV

5$

'

CH

"

-%,:$6$%

<

"(%*+":1+&Q+&DV

?C?

"

服装店光环境氛围基本感知维度的确立

使用的是语意差别量表法!采用
.MPEYEEE@*@'B@'AB,H

软件的主成分分析法对量表进行数据处理!最后得到
9

个有

代表性的
1W!

光环境气氛维度#活泼性'舒适度和商业性$(

从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来看一共提取了四个主要因素!总提取

方差总和为
I,[,9G]

(根据每个因素的载荷选择大于或者等

于
H[I

的量词对*

+H

+

!从量词词对的对应载荷来看!其中因素

一中压抑的
_

活跃的占载荷最大为
H[\,H

!故因素一所代表

的基本维度为活泼性#

='C&)&BB

$!因素二中难受的
(

舒适的占

载荷比较大为
H[IOO

!故因素二的基本维度命名为舒适度

#

A<T')&BB

$(因素三中女性的
(

男性的载荷小于
H[I

!说明关联

性很小!不具有基本维度的代表性(因素四中商业性
(

文艺性

的词对占载荷比较大为
H[QI,

!故命名因素四的基本维度为

商业性#

A<??&DA'*=

$(

根据
Y-P;4B@&DBPEA

的确认基本维度的理论*

+

+

!可以

得出评价服装店照明环境氛围的基本感知维度是活泼性'舒

适度'商业性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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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采用的四种照明方式对服装店光环境氛围感知的影

响!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#

#$ZV#

$进一步分析!分析结

果如表
,

所示(

表
?

"

照明方式对基本维度的影响

F,:6+?

"

X((+7%"(6$

'

*%$#

'

8+%*"31"#:,1$73$8+#1$"#1

条件 基本维度
0

值 显著性
E'

2

活泼性
I[++, H[HH9

四种照明方式 舒适度
,[HQQ H[+++

商业性
+[Q\H H[+GG

""

从表
,

中可以看出!照明方式对于舒适度和商业性这俩

个维度的影响不显著!而对于活泼性非常显著(因此可以看

出服装店最重要的基本维度为活泼性!同时也说明照明方式

的不同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服装店氛围活跃性#活泼性$的

感知(

?CH

"

不同照明方式对观察者颜色感知的影响分析

本次实验中!选择的服装均为服装店受众畅销的男女服

装!为了避免服装的质地和面料的纹样不同产生的视觉效果

影响(此次的服装风格一致!材质均为纯棉(在四种照明方

式下!观察者对于黑色'蓝色的男装以及白色'红色和黄色

的女装进行喜欢
(

不喜欢!吸引人
(

不吸引人!舒适
(

不舒适!

色彩真实
(

色彩不真实四个词对的心理感知评价(

在四种照明方式下!对于喜欢
(

不喜欢这一词对的评价

结果将它称之为喜好度!观察者对于五种不同颜色的男女服

装进行评价的喜好度均值如图
J

#

*

$所示(在普通照明方式

下!观察者对于黑'蓝色男装和白色'红色的女装喜好度比

较低!对于黄色的女装在此照明环境下的喜好度最差(在重

点照明方式下!观察者对黑色'蓝色的男装!红色'白色的

女装喜好度相对一致!比普通照明环境下的喜好度有所增

强(在局部照明方式下!观察者对黑色'蓝色的男装以及白

色的女装的喜好度与其他三种照明方式相比相差比较大!但

是对于红色的女装的照明喜好度大于普通照明(在混合照明

方式下!观察者对黑色'蓝色的男装!红色'白色的女装表

现出较高的喜欢度(对于黄色女装的在以上四种
1W!

照明

方式下!观察者喜好度的都比较低(

在四种照明方式下!对于吸引
(

不吸引人这一词对的评

价结果将它称之为吸引度!观察者对于五种不同颜色的男女

服装的吸引度的评价如图
J

#

S

$所示(在普通照明方式下!各

种颜色的男女服装的吸引度都非常低(黑色的男装与红色'

白色的女装在此照明方式下对消费者的吸引度基本一样(黄

色的女装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最低(在重点照明方式下!观察

者对于白色女装的吸引度最高!而对黑色!蓝色的男装以及

黄色的女装吸引度都比较差(在局部照明方式下!观察者对

蓝色男装和黄色女装的吸引度均表现的差!黑色的男装!白

色'红色女装的吸引度评价也表现的一般(在混合照明方式

下!观察者对于黑'蓝色的男装以及白色的女装的吸引度表

现一致性(对红色的女装吸引度最高!而对于黄色的女装吸

引度比较低(在以上四种
1W!

照明方式下!黄色的女装仍然

对消费者表现出最低的吸引度(

图
J

#

,

$

"

不同照明方式下!观察者喜好度均值比较

5$

'

CJ

#

,

$

"

!+,#7"8

.

,&$1"#"(":1+&Q+&

.

&+(+&+#7+

$#3$((+&+#%6$

'

*%$#

'

8+%*"31

图
J

"

#

:

$不同照明方式下!观察者吸引度均值比较

5$

'

CJ

#

:

$

"

!+,#7"8

.

,&$1"#"(":1+&Q+&,%%&,7%$Q+#+11

$#3$((+&+#%6$

'

*%$#

'

8+%*"31

图
J

#

7

$

"

不同照明方式下!观察者舒适度均值比较

5$

'

CJ

#

7

$

"

!+,#7"8

.

,&$1"#"(":1+&Q+&7"Y$#+11

$#3$((+&+#%6$

'

*%$#

'

8+%*"31

""

在四种照明方式下!对于舒适
_

不舒适这一词对的评价

结果将其称之为舒适度!观察者对于五种不同颜色的男女服

装的舒适度的评价如图
J

#

A

$所示(在普通照明方式下!观察

者对于黑色男装'红色女装以及黄色女装感觉最不舒适!对

Q\\

光谱学与光谱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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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蓝色男装以及白色女装舒适度评价也比较低(在重点照明

方式下!观察者对于黑'蓝色的男装以及白'红色的女装舒

适度评价比较高!黄色女装给人感觉最不舒适(在局部照明

环境下!观察者对于蓝色男装的舒适度评价最低!对于黑色

的男装以及白'红'黄色的女装的舒适度表现效果一般(在

混合照明环境下!观察者对于黑'蓝色的男装以及白色的女

装舒适度评价较高!且舒适度表现基本一致(在以上四种

1W!

照明方式下!黄色的女装对消费者的舒适度表现也

最低(

图
J

#

3

$

"

不同照明方式下!观察者色彩真实度均值比较

5$

'

CJ

#

3

$

"

!+,#7"8

.

,&$1"#"(":1+&Q+&7"6"&($3+6$%

<

$#3$((+&+#%6$

'

*%$#

'

8+%*"31

""

在四种照明方式下!对于色彩真实
_

色彩不真实这一词

对的评价结果称为色彩真实度!观察者对于五种不同颜色的

男女服装的色彩真实度的评价如图
J

#

F

$所示(在普通照明方

式下!观察者对黑'蓝色的男装色彩真实度评价都很低!但

对红色女装的色彩真实度评价优于其他色彩的真实度评价(

在重点照明方式下!观察者认为黄色的女装看起来最不真实!

黑'蓝色的男装以及白色的女装的色彩比较真实(在局部照

明方式下!观察者认为五种颜色的男女装评价都比较低!其

中黄色女装的颜色最不真实(在混合照明方式下!观察者认

为黑色的男装和红色的女装色彩更真实(

9

"

结
"

论

""

通过心理物理学实验得到了在四种照明方式下!观察者

对于服装店
1W!

照明光环境氛围以及对陈列的五种不同颜

色男女装的喜好度'舒适度'吸引度和色彩真实度的主观评

价数据(

经研究发现!用于评价服装店
1W!

照明光环境的基本

氛围感知维度为活泼性#

='C&)&BB

$和舒适度#

A<T')&BB

$以及商

业性#

A<??&DA'*=

$(其中服装店铺最重要的基本维度为活泼

性!说明照明方式的不同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服装店铺氛围

活泼性的感知(同时还发现对于黑色'蓝色的男装和红色的

女装!采用混合照明方式更能吸引消费者(重点照明方式可

以吸引消费者并且使消费者觉得舒适!使观察者对五种颜色

的服装喜好度都比较强!其中对于白色的女装!当用来吸引

消费者进店时!建议使用重点照明方式(对于黄色的女装!

局部照明方式能使它更受到消费者的喜爱!但局部照明方式

对蓝色男装的照明效果最差!因此服装店对于蓝色服装的照

明应避开局部照明的方式(本次实验所用光源的基本参数!

其中普通照明的照度为
QI9=U

!大大低于重点照明和混合照

明的情况(服装店光环境照度过低!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上

来说!会对消费者的刺激和兴奋度降低(在后续的研究中笔

者将增加相同照度情况下的实验数据及其分析结果(

服装店在设计光环境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空间内的氛围营

造!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热情(本文给出以上可行性建

议!以期提高服装店的效益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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